
E032014年1月3日 星期五

编辑：彭传刚 组版：颜莉

今日济阳

城事

三三条条示示范范街街小小餐餐饮饮全全部部持持证证
后厨更规范，洗刷分类水池就有五个

本报1月2日讯 (见习记者 杨
擎) 公交车是城市交通的主动脉，
也是百姓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为
了更好服务市民，去年，济阳县将

“更换35辆新能源公交车”列为民生
十件实事之一，目前新能源公交车
已全部更新并投入使用。

一年前，从济阳县城通往各乡
镇的还是老式的公交车，每辆车后
面总是拖着长长的“黑尾巴”，车开
过去，市民纷纷捂住嘴巴的画面时
常出现。“柴油因为不完全燃烧，会
形成一氧化碳。”济南长运公司济阳
分公司经理张元栋表示，一氧化碳
是一种对血液和神经系统毒性很强
的污染物，不仅会影响身体健康，还
会极大程度污染环境。

“2013年4月份，通往乡镇的35

辆公交车的运营资质及车辆保险陆
续到期，月底便将全部柴油车辆更
换成了新能源燃气公交车。”张元栋
称，更新的新能源公交车已经运营
半年，市民反映良好。

目前，更换的35辆公交车燃料为
LNG天然气。张元栋称：“LNG天然气
形态为液体，比以往燃烧柴油及气态
的天然气更加安全。”据了解，LNG天
然气具有经济、实惠、安全的优点。

“没更换新车以前我很怕坐车，
去乡镇坐车就恶心。”市民胡女士称，
自从更换了新能源公交车，新车里面
更宽敞了，车里没有了柴油燃烧的气
味，现在坐车心里也舒服多了。

“更换的新能源公交车内部装
置相比以往也有所进步。”张元栋介
绍，老式的公交车只允许乘坐22人
不允许站立超载运行，新车有24个
座位和站立区，总共可容纳48人。而
且车上的每个座位都配有安全带，
车窗上装有安全锤，车内配备8公斤
灭火器，可以让市民乘坐更放心。

“以往赶上学生放假，客流量
大，老式公交车载客量小，有的学生
晚上七点半才能从济阳出发回家。”
张元栋表示，新能源公交车载客量
增加以后，大大缓解了客流高峰期
的压力，现在学生放假，晚上六点以
前，就能确保学生顺利回家。

本报1月2日讯 (见习记者 梁
越 )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弱
势群体，他们在享受生活、融入社会
的同时，也和普通市民一样憧憬美
好的未来。为此，济阳县残疾人联合
会2013年建设两处残疾人社区“阳
光家园”和一处残疾人农疗基地，完
成了2013年度为民实事之一。

为顺利建设残疾人社区，济阳
县残疾人联合会工作人员先对两处
阳光花园进行进一步调查和摸底，
并将社区全部残疾人登记造册。“我
们还对未办证的残疾人给予办证，
建立相应的档案。”相关负责人称。

两处“阳光家园”分别在汇鑫苑
社区和崔寨前街社区建立。相关负
责人称，自社区建立以来对不同类
别的残疾人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指
导，每月安排2-4天时间对肢体残疾
人进行康复训练及指导残疾人正确
使用康复训练器材。

“对视力残疾人，我们每周六对
其进行定向行走训练。”相关负责人
说，建立精神残疾人家庭康复病床，
做好用药和日常护理指导工作。每
逢节日，我们还会组织在校学生及
志愿者进社区为残疾人义诊、陪他
们聊天等，为他们送去更多的温暖。

此外，济阳县残疾人联合会还
顺利推进农疗基地。“我们与职业中
专合作建了‘我的兄弟姐妹’农疗基
地。”相关负责人称，占地10余亩，主
要以农业技能培训、农疗、生态康复
为主。目前，双方已签订协议，年底
将基本投入使用。

去小餐馆吃饭

不用担心碗筷卫生

“小饭馆的饭不干净。”一
年前，这句话总是萦绕在耳边，
而如今，小餐饮单位生意红火，
食客众多，变化十分明显。

“小区旁边的龙海路有几
家餐馆，但去了一次后就再也
没去过。”家住花园小区的李先
生称，一年以前，和朋友到小区
附近的餐馆吃饭。不曾想，餐具
未清洗，油渍让从来没有洁癖
的李先生着实犯了一阵恶心。

“为了不打扰朋友就餐，就
餐前以洗手为由去后厨要餐
具。”李先生称，可他到后厨后
发现，厨师做饭没有一个戴口
罩的，说话喷出的唾液全都落
在饭菜上，地面上是厚厚的一
层油渍，“从后厨出来，鞋底上
粘了一层油，还险些滑倒。”

“这一年来，这条街的变化
十分明显。”经常在龙海路的小
餐馆吃饭的李女士则称，早上
上班时经常看到餐馆的工作人

员打扫卫生，厨师也都穿上了
白色的工作服，最重要的是，顾
客使用的碗筷明显干净了。“有
些人还保持着吃饭前用水涮一
下碗的习惯，但是经过一年的
整治，其实完全不用担心碗筷
的卫生问题了。”

厨师统一着装

洗刷水池分类

“量大、味好、花钱少、吃得
饱。”西湖饺子城的老板郗先生
称，通过药监局的这次规范活
动，自己在餐饮上的认识也提
高了很多。

来到后厨，厨师们统一着
装白色工作服，帽子、口罩佩
戴 整 齐 。“ 不 能 给 示 范 街 丢
脸。”郗先生表示，以前的碗厨
都是木头做的碗架子，也没有
门，现在都已经生熟分类放置
了。“以前是两个水池，一个洗
肉洗菜，另一个洗碗。”郗先生
介绍后厨的变化，现在已经根
据规定共安装五个水池，洗
菜、洗肉、洗鱼、洗碗、消毒分放

开来。据了解，药监局专门发放
了黄色的标示牌，督促小餐饮
后厨水池分类。

“连切菜的柜子我都换掉
了。”郗先生称，以前使用的是
木头桌子，经过规范，换成了不
锈钢的柜子。据郗先生介绍，这
个柜子有保温保鲜功能，上面
切菜，下面就存放需要的工具
及菜品。

据悉，西湖饺子城所在的
龙海路，是本次规范小餐饮单
位的示范街之一，不少小餐馆
的后厨也极其规范。

“我们的烹饪区和备菜区
是分开的。”董氏火锅店老板董
先生称。一排碗柜、两个冰箱、
五个水池，一个消毒柜，便是董
氏火锅的后厨备菜区。

示范街小餐饮

持证率达100%

小餐饮规范管理工作被县
政府列为2013年为民办十件实
事之一。在活动开展之初，药监
局各中队经过摸底调研发现，

截至2013年3月底，在全县1068
家小餐饮服务单位中，有402家
尚未办《餐饮服务许可证》，小
餐饮单位持证率仅为35 . 7%。

经过为期一年的集中整
治，截至目前，小餐饮新办理
183家，持证数406家，全县无
证小餐饮持证率由整治前的
35 . 7%提升为64 . 9%，示范街
持证率更是达到100%。超额
完成县政府2013年底全县小
餐饮单位持证率达到50%的目
标、示范街小餐饮持证率90%
的目标。

据悉，本次小餐饮规范管
理，在济阳县共设三条示范街
(纬二路好又多至中医院区域、
龙海路北首、出租街西街)及
一个示范点(好又多二楼美食
城)。“这些街点人员密集，有
助于加快提升小餐饮卫生意
识、安全意识的宣传力度。”济
阳县药监局副局长吴波称，经
过集中整治与长效监管，全县
小餐饮脏、乱、差的局面得到有
效遏制，食品安全水平有了明
显提高。

355户低保户

不再住危房

“我真没想到70多岁了，还
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提起
2013年8月份刚搬进来的新房，
济阳县新市镇韩胡同村74岁的
村民李长俊禁不住赞叹。

提起以前的房子，李长俊
说，在搬进新房之前，他一直住
在村边农田里的土坯房中，住
了十好几年。“那时候跟老鼠、
蚊子、虫子同住，屋子夏天潮、
冬天冷。”抬眼一看现在的房
子，李长俊脸上接着堆起了笑
容，“现在住上新房子，也能点
炉子了。”李长俊的新家总共是
三间房，中间是客厅，西边为卧
室，生着炉子，很是暖和，东边
放置杂物，整洁而干净。李长俊
告诉记者，每天他最喜欢坐在
椅子上闲看，“这新房子越看越
满意。不脏、不潮、不冷。”

记者了解到，2013年，济阳
县共有355户类似李长俊的低
保、五保户住上新房，“很多村
民的房子确实到了不得不换的
地步，今年的危房改造工程可
谓及时雨。”济阳县新市镇建委
负责人张子江说。

济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
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危房改造工程的具体流程
为，个人申请—集体评议—入
户审核—县(市)区级审批—签
订协议—组织实施改造—竣工
验收。

300困难户

领到住房补贴

“这笔钱发得太及时了。”
刚刚领到廉租住房补贴的张玲
语气中透着喜悦。43岁的张玲
一家三口，目前正租住在纬三
路面粉厂仅16平方米的房子
里。记者了解到，张玲一家的主

要生活来源是低保户每月的扶
助金，她丈夫的左胳膊有伤，常
年不能干重活。“临近年末，家
里马上就没钱了，廉租房补助
金发得正是时候。”张玲说，几
天前，自己到济阳县房屋管理
服务中心领2970元廉租房补助
金时很激动，“房东已经催了好
几次房租，发完补助金终于能
交上了。”廉租房补助金发放
后，张玲交了房租，还给孩子买
了文具。

同是43岁的济南市银花纺
织有限公司的保卫张丙泉，也

在寒冬之时拿到了廉租房住房
补贴。“领了补贴，家里终于能
买炭了。”张丙泉说，现在一
家三口住在单位补助的17平
方米左右的单身宿舍里，冬天
没有暖气，只能靠点炉子取
暖，之前一直没钱买炭，直到
2 0 0 0多元的补助金发下后，
才正式烧炭。

据了解，2013年，济阳县对
符合廉租住房条件的低收入家
庭300户进行了审核认定，并将
670292 . 40元的租金补贴全部
发放到了住房困难群众中。

土土坯坯屋屋变变瓦瓦房房 不不够够住住有有补补贴贴
危房改造、廉租房补助成“及时雨”

建成两处

残疾人社区

35辆新能源

公交车上路
小餐饮在给市民带来

美味与方便的同时，“脏乱
差”也给市民的饮食安全带
来隐患。2013年，小餐饮规
范管理工作被济阳县政府
列为2013年为民办十件实
事之一。济阳县食品药品监
督局(以下简称“药监局”)对
小餐饮进行规范管理，目
前，建设起三条示范街，示
范 街 持 证 率 更 是 达 到
100%。

李长俊在新房子里听收音机。 见习记者 贾君婧 摄

小餐饮示范街店内整洁卫生。 见习记者 杨擎 摄

本报见习记者 杨擎

贫困家庭没钱盖房、没钱租房怎么办？为了改变这样
的状况，2013年，济阳县将危房改造和发放廉租房补助金列
为为民办十件实事之一。日前，记者了解到此项工程已结
束，困难户住上了新房，领到了补助款。

本报见习记者 贾君婧

民生实事回头看


	E27-PDF 版面

